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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进入新世纪，尤其是2003年“非典”以来，我国新一轮的医改经历了从酝酿到政策出台的过程。
有机会亲身经历并见证这一过程，深感幸运。
这一轮医改有一个鲜明的特征，就是从酝酿阶段迄今，始终伴随着观点的分歧和争论。
这些争论，既发生在学者之间，也发生在政府部门之间，还发生在政府、医院、企业、媒体等不同的
利益相关者之间；既涉及对基本事实的认定、对相关理论的理解，也涉及价值观的基本取向；既涉及
对国情的认识、对历史的评价，更涉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健康保障模式的设计。
争论发生的源头，既包括学术观点和方法的分歧，也包含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考虑。
争论是好事，各方人士都能从碰撞中获得教益和启示。
但改革更需要正确的共识，这样才能真正推进医疗，促进人民健康事业更好更快发展。
回国前，还没有预料到即将有如此大阵仗的一轮医改。
因为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研究，对国内的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自然就关注得更多。
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新的一页确实即将开始。
在回国前的最后一刻，我一边收拾行囊，～边通过越洋电话与其他学者和网友交流由“非典”引发的
对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思考。
回国后，有了更多、更直接的机会去观察、调研、思考和研究医改，这也是促使自己不断继续学习、
进步的过程。
本书收录整理了我回国六年时间里对医改的一些思考，算是对这段经历的一个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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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医改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，本书汇集了作者探讨医改之路和对实践中的医改进行动态观察的相
关文章，读者从中不仅能了解医改，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学者严肃独立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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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李玲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1978年入读武汉大学物理系，1987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，199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，曾任美国马里
兰州立大学Towson校区终身教授，2003年回国。
主要从事卫生经济学、社会保障、公共财政和医疗改革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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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布鲁姆（Bloom）和坎宁（Canning）2000年在《科学》上发表J，他们的研究成果：保持其他因
素不变，平均预期寿命每高出5岁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.3％～0.5％。
因此人均寿命的增长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教授（Fogel）1997年曾测算1’780～1979年英国人均收入的增长，发现超
过30％的部分是由健康和营养条件的提高带来的。
约翰·盖洛普（John Gallup）和杰弗里·萨克斯（Jeffrey Sachs）所做的关于非洲的研究也发现，疾病
和经济是休戚相关的。
他们发现，保持其他因素相同（包括是否处于热带地区、是否曾是殖民地、是否与世隔离），1995年
流行严重疟疾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只是没有疟疾的国家的33％。
①这个现象无论在非洲还是其他地方都存在。
杰弗里·萨克斯（Jeffrey Sachs）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，苏联休克疗法的发明者。
经济学家常常戏称他为美国国防部的“秘密武器”，因为苏美对峙的时候，苏联还是一个超级大国，
而他的“休克疗法”对苏联的打击有目共睹。
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举办了一个中俄经济的国际研讨会，俄罗斯人到中国来，看到中国的发展，
内心感到很苦涩。
其中有一个中国通说，他最喜欢杜甫的诗：“你们杜甫的诗就是为我们写的啊：国破山河在！
苏联从1989年解体到2000年，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十多岁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剧。
因为只有在大战争、大饥荒、大灾难时，才会出现这种人均预期寿命大幅下降的情况。
俄罗斯是因为经济的衰退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，从而导致了人均预期寿命的下降。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健康强国>>

后记

也许是纯粹的巧合，也许有某种必然性，中美两国都正在进行医改的探索和努力，这无疑使得“医改
”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时代关键词之一。
作为一名知识分子，作为一名卫生经济的研究者，有机会亲身经历并见证这一过程，实在是感到万分
幸运。
除了承担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，我回国之后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医改这个主题，有时甚至还延伸到
了生活中，以至于女儿曾“抱怨”，只有我们家，才会大清早就争论医改，因为医改也是我和我先生
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。
六年光阴，就是在为这项事业的忙碌中荏苒而过。
尤其2007年2月到5月，是最繁忙的一段时间。
在承担医改总体方案设计课题研究的一百多天里，我和我的学生们集中工作，几乎每天要到晚上两三
点，有时候干脆通宵达旦，在桌上趴几个小时之后又迎着日出继续。
每天晚上，或月光如水，或繁星满天，映照在静谧的朗润园里，我们在青石铺就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
边讨论。
这样工作确实很累，尤其是看着学生们如此辛苦，作为老师，我无比心疼，但是我们都备感充实，因
为我们始终被一种紧迫感推动着，始终怀着“只争朝夕”的心情，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，多做一
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少留一些遗憾。
回国后，有幸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一些关于我国医改的讨论，但可能是因为和当时的流行观点不同
，刚开始我的观点还是被归为“少数派”。
所幸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，越来越多的公众发出呼声，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达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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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健康强国·李玲话医改》：健康是最大的财富，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，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
人民的健康和幸福，中国应实施健康强国的战略。
医改是世界性难题，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的焦点，相信我们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性，找到能够保障
中国人民健康的合适模式，这也是中国对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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